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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下老旧小区改造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双碳目标下老旧小区改造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青柳君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绵阳　621000

摘　要：近年来，干旱、高温热浪等极端气候造成了我国严重的经济财产损失，实现 “双碳 ”目标是缓解当今
世界极端气候的重要举措。为早日实现 “双碳 ”目标、贯彻落实绿色发展战略、提升城市品质和加快驱动城市
化绿色转型，本文结合碳达峰、碳中和 “1＋ N”政策体系和老旧小区的案例调研，全方位定量定性分析老旧小
区现状，识别出双碳目标下推动老旧小区绿色低碳转型面临的核心挑战并通过多维度研究提出具体对策。社区

是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实现老旧小区低碳改造对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

重要意义，也是低碳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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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old 
residential renovation under the dual carbon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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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xtreme climates such as drought, heat waves, and other extreme climates caused serious economic 
property loss in our country. Achieving the “double carbon” goal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lleviate the extreme climate in 
the world toda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goal of “double carbon” as soon as possible, implement the green development strateg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city, and accelerate the drive of urbanization green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combined the carbon 
peak, carbon neutral “1+N” policy system and the case study of the old community, and made a comprehensiv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the old community. It identifies the core challenges to promote the green low-
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old residential areas under the dual-carbon goal and proposes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The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spatial carrier of residents’ daily life and an important source of 
carbon emissions. The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old residential area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ouble-carbon goal and is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low-carbon society.
Keywords: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Two-carbon target;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Green building

引言

全球气候极端变化已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关

注，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碳中和”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发

展战略。2021 年全国两会上，“双碳”首次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国家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这一举

措不仅体现了我国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

路的坚定决心和行动方向，且彰显了我国的大国智慧与

担当。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与建设。老旧小区改造是党中央、国

务院特别重视的民生工程，是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举

措，并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工程城市更新中明确提出在

“十四五”期间完成 2000 年底前建成的 21.9 万个城镇

老旧小区的改造工作。基于对我国老旧小区的大规模调

研以及对已更新老旧小区的方法及经验的总结，发现在

老旧小区低碳改造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比如改造技

术不成熟，新能源材料紧缺，改造空间资源有限等问题。

老旧小区低碳改造涉及建筑绿色更新设计，推进小区基

础设施绿色化，营造小区宜居环境，提倡居民绿色低碳

的生活方式，从而使老旧小区在“共治、共建、共享”

中展新颜。

一、城镇老旧小区现状

城镇老旧小区指的是城市或县城中那些建成于 2000

年以前，长期缺失养护、修理、管理，基础公共配套设

施不完善、小区服务设施不健全、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

住宅小区 [5]。局限于当时时代背景与经济技术条件的影

响，这部分小区以解决住宅需求为主要目的，存在建设

标准较低、设施设备落后、功能配套不全等问题。现代

城市发展重心已经从增量转向存量，城市发展也从增量

扩张转向存量优化。通过对老旧小区的“留、改、拆”

等方式优化空间功能，改善居住环境品质，提高小区居

民的安全感与幸福感，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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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建筑老旧，性能较差

老旧小区的建成时间较久远且长期缺少对建筑养

护，大部分建筑都存在老化问题，如屋顶漏雨，建筑外

立面脱落，暖通、电气、给排水等基础设施成本较高，

难以维护与管理。此外，由于受当时技术条件的影响，

老旧小区还存在易损性，抗震性能差的特点，因此在一

定程度上威胁着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2 配套不足，功能单一	

据国家统计局显示，约 54% 的老年人现居房屋建成

年数大于 20 年。这表明老旧小区的配套设施不仅要求

齐全，而且需要适老化。调研发现，老旧小区存在适老

型公共便民服务设施不足、无障碍系统缺失、幼托设施

不足、文体设施老旧、缺乏停车位等问题。为满足居民

对公共服务与配套设施的需求，后期也添加了相应的服

务设施，但大多缺乏统筹规划与管理，导致配套服务设

施功能不齐、零星杂乱、利用低效，亟须对其整治与提升。

1.3 环境恶劣，绿化不足

受时代背景影响与思维认知局限，在初期对老旧小

区建设时并未与住区周边绿化进行成体系规划，导致老

旧小区绿化面积不足且丰富度不高，整体景观缺乏系统

性与层次性。老旧小区内现有的绿化也长时间缺乏养护

与管理，绿化中甚至出现混乱搭建、随意停车等恶劣行

为。不仅如此，据了解，部分沿街老旧小区并未对垃圾

管理工作落实到位，而是由街道定期负责清理，但会通

过较长时间的滞留，这使得小区环境质量低下，整体感

观不佳。

二、城镇老旧小区更新改造的意义与必要性

2.1 城镇老旧小区更新改造的意义

2.1.1 提高居民生活品质

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是“十四五”时期的目标任务，

也是社区居民的共同心声。大部分老旧小区路灯昏暗、

内部道路坑坑洼洼，小区出入口与外部道路衔接不平整

等。这不但影响居民出行，还极大地降低了小区居民的

体验感和幸福感，通过对环境整治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

更新与规划来提升小区品质从而提高居民生活品质。

2.1.2 降低城市安全隐患

老旧小区安全问题一直是萦绕在老旧小区更新改造

中的重要“顽疾”，“缺、占、乱、堵”已成为老旧小

区消防安全隐患的标签。近年来地震频发，老旧小区建

成之初受当时技术条件影响并未有良好的抗震性能，目

前有的甚至已成为危房。因此，实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

给居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

2.1.3 完善社区服务功能

老旧小区改造并不局限于对建筑和环境的改善，还

需要将目光聚焦于小区的相关配套设施，将发展小区便

民服务与老旧小区改造相结合。社区服务的发展必须紧

跟新时代发展的步伐，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从社区

居民实际需求出发，完善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

2.1.4 拉动投资，扩大内需

老旧小区改造有效促进社会投资和消费，是扩大内

需、建立内循环的重要举措。据《政府工作报告》数据

汇总，2022年1月至7月，全国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4.43

万个。若每改造一个小区需投资 2500 万元，则新开工

的改造工程将超过 1 万亿元的投资，并且该投资具有周

期短、边际效益大、资金周转较快的特点。老旧小区改

造投资还能带动各类建材、适老化设备、电梯、各类管线、

小区公共服务设施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对构建国内经济

循环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2.1.5 提高城市整体形象

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从而提升城市整体形象，更

好的与整个城市融为一体，进而给居民带来强烈的视觉

冲击和心理感受。

2.2 城镇老旧下小区更新改造的必要性

2.2.1 改善民生的需要

从社会角度看，民生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生活状

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

益保护的状况 [16]。老旧小区改造除了对基本的住宅建

筑修护、优化住区环境以外，还增加了各项公共配套设

施以及小区党群服务中心服务事项，让小区“软硬件”

共同提升。

2.2.2 构建和谐社区的需要

社区是居民生活的重要场所，良好的生活居住环境

有助于构建和谐小区的人际关系。人们的居住环境条件

得到改善，环境变得优美，生活也会更幸福，精神文明

的建设水平自然也会提高，老旧小区改造是构建和谐小

区的有利契机。

2.2.3 低碳战略顺利实施的需要

全国碳排放总量中，占比最大的是建筑、交通、生

产用能，主要用于保障居民生活的正常运转，小区作为

城镇居民生活的重要场所与碳排放量密切相关，主要影

响因素包括住宅、交通系统、水环境、固体废弃物处理

系统以及小区绿化系统。

通过采取低碳技术、倡导低碳生活方式、推出低碳

政策，从而对老旧小区全面完善与提升。因此老旧小区

改造对实现双碳目标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

2.2.4 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经

济也迎来新的机遇，与传统建设的巨大投资相比，老旧

小区改造用相对较小的代价就能有效推进城市经济的发

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老旧小区改造过

程中，通过对老旧小区中闲置用地的高效利用、低效建

筑的再开发来重新发掘老旧小区的新价值；第二，通过

业态重构细化和完善城市布局和打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最

后一公里来丰富与优化城市功能；第三，细微的空间让

城市更有活力，丰富多彩的业态和生活让人们流连忘返，

使城市更加富有魅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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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碳目标下老旧小区更新改造面临的挑战

老旧小区改造为城市规划建设向绿色低碳转型、为

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与挑战。老旧小

区改造本质上就是采用绿色技术的基础上对其生活方

式、生活环境进行积极干预，进而改善居民生活品质，

增加人均碳排放量，能使之尽快达到峰值，是中国实现

“双碳”目标的巨大推动力。但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面

临诸如改造技术不成熟、老旧小区空间资源紧张、新能

源材料紧缺和公众意识薄弱等艰难挑战。

3.1 绿色低碳改造技术

虽然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在2020年才被纳入“十四五”

规划的目标远景中，但它并非是一个新话题，早在建国

之后我国就曾多次大规模地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与提

升，但基于时代背景、技术条件、改造标准与要求等原因，

导致了目前老旧小区改造任务仍在继续。

总体来说，我国绿色低碳技术与欧盟、英美等国家

相比起步较晚，技术基础相对薄弱。低碳节能技术在房

地产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针对老旧小区更新改造方

面存在改造技术方面的挑战。

3.2 小区空间资源局限

城镇老旧小区建成时间久远且参照的建设标准相对

今天较低。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 年城镇化率

36.2%，而 2020 年城镇化率 63.9%，由于城镇化的快速

发展，城镇人口也快速增长。

依照低标准建设的老旧小区各方面均已无法满足当

今社会的需求，在空间方面具体表现在停车位严重不足、

公共活动空间紧张、便民服务功能缺乏，适老化服务功

能缺失以及小区绿化空间不足等。由此导致小区居民乱

停乱放、乱搭乱建等违规违法行为来满足居民现实需求

的现象，这也进一步加剧老旧小区空间资源紧缺、环境

恶化、整体形象不佳。根本原因在于老旧小区有限空间

无法承载因社会发展而带来的新的现实需求的压力。

如何融入绿色低碳理念，有效应对在有限空间内满

足人口增长和小区居民新的现实需求是老旧小区改造的

一大难点。

3.3 新能源材料紧缺

新能源材料定义为支撑新能源发展的、具有能量储

存和转换功能的功能材料或结构功能一体化材料 [9]。在

对老旧小区采用绿色低碳改造技术时使用新材料、新技

术、新设备使老旧小区在以旧貌换新颜的基础上还能使

城市走向可持续发展。

过去对不可再生能源的过度开采导致了一系列环境

问题，故逐渐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便开始研究新能源材

料以缓解能源危机。我国新能源与环境产业研究方面起

步晚，新能源技术方面多以借鉴国外先进技术为主，虽

在新能源与环境材料产业化方面已取得众多成果，但在

此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10]。		

总之，我国在开拓创新新能源材料，突破新能源技

术方面还面临着巨大挑战。

3.4 公众意识薄弱

老旧小区环境治理是提升小区形象的关键所在，也

是需要长期坚持的攻坚战。居民作为小区的主人，是老

旧小区环境治理的核心，培养公众参与治理、低碳环保

意识是促进双碳目标实现的有力抓手。

在对老旧小区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居民在低碳环

保方面缺乏公众参与的意识，尤其在老年人群体中表现

得更为突出，表现在将生活杂物放置在公共区域、绿化

场地，在住宅楼下四周挖地种菜等行为，严重影响小区

的整体风貌。大部分老年人由于受教育水平、认知局限

等原因，一时难以扭转常年养成的习惯，因此在构建共

治、共享新模式上还面临着这一难点。

四、双碳目标下城镇老旧小区更新改造的对策

4.1 优化绿色低碳改造技术

4.1.1 绿色建筑技术

老旧小区建筑改造方面主要从建筑节能改造、保温

隔热改造、建筑立体绿化三个方面共同进行。在建筑节

能方面，将小区更新植入绿色建筑改造技术，建筑脱碳

要求新建建筑实现净零能耗（NZEB），并对现有建筑进

行提高效能和电气 [11]。在保温隔热方面，广泛应用保

温隔热墙体和双层玻璃的绿色技术，建筑外立面应使用

生态涂料和浅色涂料，以及空气层隔热技术等对建筑进

行保温隔热处理，以降低建筑的能耗。建筑立体绿化方

面，可利用建筑的外立面来打造建筑立面景观，例如绿

色墙壁、绿色屋顶等。屋顶的绿化不仅能解决部分雨水

排放问题、夏天防止太阳辐射，冬天可以反射太阳减少

能耗，还能降低噪声污染、增加城市碳汇以此来推进城

市环境改善。

4.1.2 海绵化改造技术

海绵城市是一个关于新一代城市雨洪水管理、含水

层补给（MAR）的概念。在涉水与提升环境品质的基础

上运用海绵城市理念处理老旧小区雨污水的排放问题，

例如，雨水花园建设、透水砖铺装、新建雨水管道、蓄

水池、修建透水停车场等。不仅可以降低雨污水对环境

的污染，还能防灾减灾，增加社区韧性，提高社区宜居性，

进而促进低碳节水、生态友好的“新型城市”建设。

4.1.3 智慧化改造技术

老旧小区智慧化改造主要体现在社区管理、社区服

务、社区空间方面。基于互联网、云计算、5G 网络等进

行老旧小区的智慧化改造。例如，推进智慧安防小区建

设，包括对小区敏感场所安全监管、智慧用电安全监管、

车辆识别监控设备、等内容，实现小区智慧化管理。优

化社区商业布局、智慧便利店、智慧微菜场等智慧化便

民服务业态。用“微更新”的方式对老旧小区的公共空

间在进行改造，包括景观、装置的设计能够让空间功能

焕然一新，满足社区居民交往、活动、休憩等多样化的

需求。智慧化改造技术为老旧小区提供精准化智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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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区安全、健康，促进社区低碳场景的要求，实现

绿色集约、智慧共享的目标。

4.2 集约紧凑利用有限空间

老旧小区空间资源有限，在改造过程中需盘活小区

内及周边存量资源空间，按照集约紧凑、优化布局、功

能复合的原则，统筹布局各类配套服务设施，提高空间

的使用效率，降低资源消耗，从而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一是深入挖掘小区内空间资源、整合小区周边零碎化土

地，利用新建、扩建等方式将闲置空间改造成社区停车

场、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二是发展公共空间立

体化，体现在对空间垂直开发，例如建筑之间用连廊链

接，打造空中庭院、发展下沉广场、地下活动空间、发

展立体停车库等整合空间资。用地功能复合能有效降低

资源的消耗，近距离出行能避免重复使用交通工具，减

少碳排放，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4.3 积极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是实现双碳目标，从化石能源向

新能源转换的重要任务，它不仅代表着国家的技术水平，

也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缓解国家能源危机的重要措施。

将小区内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置与资源化利

用，减少垃圾填埋量、土壤污染和碳排放，回收垃圾热能。

例如餐厨垃圾具有湿度大、易分解、有机物含量高的特

点，使用发酵技术对其进行处理，利用微生物将垃圾中

的有机物进行分解成无机养分，使生活垃圾变成干净卫

生的腐殖质，可用于生产动物饲料、有机肥料、沼气和

生物柴油等生物能源和环保能源，具有很大的回收利用

价值，并会对食物链的生态循环形成良性影响。

4.4 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在促进社会经济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道路上

不仅需要各类工业企业的努力，更需要社会居民的共同

参与。树立低碳生活消费理念，引导居民绿色出行，让

低碳生活内化为居民的生活习惯。首先需要加大宣传力

度，例如在社区公共活动空间放置低碳类书籍、社区居

委会定期开展的绿色低碳主题工作等，不仅让居民了解

低碳，还要让居民意识到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的重要性。

另外，通过建立低碳行为奖励机制来激励居民绿色低碳

的生活方式，例如以“绿币”、碳积分、碳能量等方式

来调动居民共同参与低碳生活实践的积极性。在 2021

年 7 月，全国碳市场已上线交易启动，居民低碳行为将

有望纳入碳市场，以市场机制培养绿色低碳消费习惯。

居民是社区的基本单元，社区是城市的重要构成要素，

以点带面，以面带全，全面推进绿色低碳城市的创建工

作。

五、结语

老旧小区绿色低碳改造工作是重大民生工程，事关

小区环境提升和群众生活的质量改善，为早日实现双碳

目标提供重要的推动作用，是机遇更是挑战。在对老旧

小区改造过程中，需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提升人民幸

福感、获得感为理念，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重点，

以低碳改造技术为抓手，实施老旧小区更新行动，推动

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最终实现城市绿色低碳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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